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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源市：加压奋进当好朝阳振兴先锋队
本报记者 张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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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总值

161.4亿元

凌源小城子镇百合花种植基地凌源小城子镇百合花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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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第一要务，项目是第一载体。2月
14日，凌源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经济工作暨
高质量项目建设年誓师大会，号召全市上下齐
心、各方联动，以“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

刺”的工作态势，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
让“京郊漫城、北国凌源”成为朝阳振兴发展的先锋队。

今年，凌源市将牢牢抓住辽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先导区机遇，充分发挥“关东第一站、东北最前沿”区
位优势，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主攻方向，
积极引进、实施一批基础性、支撑性、引领性高质量项
目。全年计划引进5000万元以上项目不少于100个，实
施重点项目200个以上。

全力推进共享专用车产业园、
年产 1 万台农用车、云影飞扬无人
机等项目投产运行；全力推进燕山
湖 350 兆瓦、国电投 70 兆瓦分布式
光伏、华润风力发电等新能源项目
开工建设……虎年伊始，凌源市项
目建设快马加鞭。

今年，凌源市将实施重点项目
200 个以上。其中，一季度开复工
45 个，包括新开工 12 个、复工 33
个；二季度开复工 85 个，包括新开
工 52个、复工 33个；三季度开工 37
个，全部为新开工项目。

项目为王聚动能，比学赶超开
新局。当前，凌源市深入开展“对标
找差距·对表抓落实”推进高质量发
展活动，推动思想再解放、标杆再拉
高、压力再传导、工作再落实，一切
围绕项目转、一切围绕项目干，把抓
项目建设的成效作为衡量领导班子
和干部能力水平的重要标尺，树立
以项目论英雄的鲜明导向，推动干
部在项目建设一线比服务、比干劲，
显担当、展作为。凌源将定期开展
项目建设拉练，通过比一比、晒一
晒，鼓励先进、鞭策后进，进一步形
成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抓项
目的浓厚氛围，努力在朝阳全市项
目建设大局中奋勇争先。

围绕重点产业招项目，凌源强
化产业链思维，聚焦汽车及零部件、

钢铁冶金、新材料等优势产业，进一
步谋划好凌源产业图谱，大力建链、
补链、延链、强链，推动产业集群成
链发展。围绕乡村振兴招项目，推
动乡（镇）街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
业。围绕城市提升招项目，深度挖
掘秀塔书院、老凌中图书馆等老建
筑的历史文化内涵，推动城市“颜
值”“气质”双提升。充分发挥“关东
第一站、东北最前沿”的区位优势，
抢抓辽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先导区建设机遇，着力引进一批符
合凌源产业特点的产业链提升项目
和富有创新性的新动能项目，计划
全年引进 5000 万元以上项目不少
于100个。

凌源市聚焦企业需求，深入推
进“一网通办”“一网协同”“一网统
管”，加快实现“网上办、掌上办、就
近办、帮代办”。聚焦提升内部经
济性，在充分利用原有国省平台基
础上，依托共享汽车产业园、精锻
产业园等重点项目，打造一批高质
量的共享技术平台，进一步增强区
域成本竞争力。聚焦培育高质量
发展生态，加大对创新型产业的
扶持力度，构建以国家级双创孵
化器—标准化厂房—开发区落地
为基础的“苗圃—小试—中试—规
模化生产”梯次孵化体系，以创新
带创业，以创业带就业。

全力跑出项目建设新速度

2021 年，凌源市以“产业数字
化、数字产业化”为抓手，强化数字
赋能，促进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转型
升级，规划建设“老、原、新”重点产
业链 13 条，实施重点项目 55 个，辽
宁炜盛、航天凌河、一汽车架成功申
报辽宁省数字化绿色低碳改造项
目，航天凌河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全力推进共享专用
车产业园、一汽凌源沪尊 S200 高端
重卡项目签约落地。

2022 年，凌源市将瞄准战略性
新兴产业方向，全面提升工业发展
质量和效益，加快构建现代工业体
系，全力打造工业强市。凌源市积
极做好项目服务工作，早准备、早谋
划，让一切要素保障跑在开工前，确
保共享专用车产业园、年产1万台农
用车等项目投产运行。推动燕山湖
350 兆瓦、国电投 70 兆瓦分布式光
伏、华润风力发电等新能源项目开
工建设。围绕争取中央预算内资
金、地方政府债券，包装一批重点项

目，并进入国家、省支持范围。
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

坚持“老原新”各有侧重又有融合，
推进以航天凌河等项目为代表的智
慧工厂、智能车间建设，加快改造升
级“老字号”；推进以炜盛玻纤三期
等项目为代表的技改扩能，深度开
发“原字号”；推进以华林风电等项
目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发展，培育
壮大“新字号”。开展企业“培优培
强”行动，重点支持凌钢、航天凌河、
一汽凌源等龙头企业做强做精做
大。深挖“个转企”“小升规”“规升
巨”储备库企业发展潜力，充分激发
企业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前瞻思考
和数字赋能积极性，力争完成个转企
150户，小升规5户，规升巨1户。

围绕“数字凌源、智造强市”，积
极推进与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
等国家智库的深层次合作，积蓄高
质量发展的势能和动能，不断提升
发展的“含新量、含金量、含绿量”。
以数字驱动的新动能、新赛道、新场

景、新治理为路径，大力发展 5G、互
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积极拥抱数
字时代。以技术突破为路径，引领
产业转型升级，确保高新技术企业
突破 2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 60
家，新增校企合作项目20个，落地转
化大学院所科技成果 20 项，构建实
质性产学研联盟5个以上。

凌源市充分发挥经济开发区主
战场、主阵地、主引擎作用，确保引
进 5000 万元以上项目 60 个以上。
加快数字园区建设，重点推进5G新
基建、互联网二级节点解析平台建
设，通过数字赋能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协同发展主导产业，全力打造
精密锻造产业园、激光设备产业园、
高新技术产业园、数字产业园。持
续推进“一县一业”产业链，壮大航
天凌河、一汽凌源等龙头企业产能，
加快推进特种车辆技术中心试验、
中试、总装基地、沪尊 S200、纯电动
重卡和氢燃料重卡试制试验项目。

加快构建现代工业新体系

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12.46亿元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40.2亿元

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16860元

全 面 推 进 农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
2021年，凌源市实施“一区十园百基
地”建设，推动农产品加工园区与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统筹谋划，产业
园预征地完成组卷上报，玻璃温室
和连栋温室开工建设，实施农产品
加工项目32个，总投资20亿元。

今年，凌源市全力推动农产品
加工园区建设，推动财盛食用菌种
植及深加工、新希望六和饲料加工
等一批项目开工建设；力争泰利农
业废弃物、长融汇通鲜杂粮、10万吨
大豆油等项目建成投产。加快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实施主干路
网工程建设，完成集配中心、研发中
心、数字化花卉种植基地等项目建
设，推进北京瑞成花卉等项目落地
开工，进一步完善花卉全产业链。
全力推动宏瑞肉联晋升国家级龙头
企业，启动国家储备库项目建设，新
增省市级龙头企业10家。支持盘活
宏达集团“肉牛全产业链”项目，让

老企业重新焕发新生机。加快国家
数字乡村试点县、国家数字农业应
用推广基地县等项目建设，为乡村
发展插上数字化“翅膀”。

推动服务业提档升级。依托资
源、产业禀赋和区位优势深度挖潜，
推动物流、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加快
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经
济赋能服务业，提升服务业发展质
量，助力一产，服务二产，实现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推进数字物
流产业园建设，重点实施9个传统农
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完善数字
交易平台建设，引导域内重点批发
市场复制和推广应用。提升省级电
商直播示范基地服务功能，引进培
育一批网红龙头企业，培育一批带
货新人，推动服务业线上线下融合
发展。以全域旅游为抓手，加快牛
河梁国家旅游度假区、河坎子旅游

景区、城市公园、明清册温泉度假
花海等项目建设，热水汤旅游度假
区争创国家4A级景区。

做精城市建设。深度挖掘秀塔
书院、老凌中图书馆等老建筑的历史
文化内涵，打造一条沉浸式体验的百
年古城功能轴，唤醒“城区四门”文化
记忆，让历史文化底蕴绽放新时代魅
力，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动力。加
快推进雨污分流、中水回用、断头路
贯通、生活垃圾治理、城市热源增容
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老旧小区
改造，逐步补齐城市短板，完善城市
功能。加快推进碧桂园、蓝城等重点
项目建设。结合老城特点，改造升级
凌源公园、凌河广场，建设“口袋公
园”，营造“曲径通幽”“移步移景”的

“慢行空间”，让城市充满魅力，人民
生活更加幸福。

城乡融合发展促全面振兴

核心
提示

数字赋能

统筹推进

挂图作战

强化科技支撑

获批雏鹰企业

2家

获批瞪羚企业

1家

辽宁炜盛新型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正在生产中。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辽宁航天凌河汽车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朝阳致远物流港产业园项目建设中。

一汽凌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装配生产线。


